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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实践

2017 年 2 月，井冈山市正式宣布

在全国率先脱贫“摘帽”。成功实现脱

贫摘帽后，井冈山继续坚持“摘帽不

摘责任，摘帽不摘政策，摘帽不摘帮

扶，摘帽不摘监管”的“四个不摘”原

则，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，努

力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中继续探索

经验、作出示范。截至 2019 年底，井

冈 山 市 实 现 累 计 脱 贫 4776 户 17327

人，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3.8% 降

至 0.055%，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

2014 年 的 2600 元 增 长 至 8900 元。面

对脱贫攻坚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

巨任务，财政部门通过精打细算、开

源节流，把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投入到

脱贫攻坚工作中最关键、最急需的行

业领域，确保财政涉农资金发挥出最

大效益，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。

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夯实脱贫攻坚

资金保障

一 是 积 极 谋 划，整 合 涉 农 资 金

助推脱贫攻坚。为配合全市脱贫攻坚

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，财政部门在市

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积极谋划，

加 大 对 各 项 涉 农 资 金 的 整 合 力 度。

2016—2020年，全市共统筹整合中央、

省、市、县四级涉农扶贫资金 12.30 亿

元。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专项扶贫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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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投入规模力度不减，每年用于扶贫

方面的投入规模均超过 4 亿元，确保

了全市产业扶贫、基础设施扶贫、安

居扶贫、就业扶贫、保障扶贫等十大

脱贫攻坚项目的顺利实施，为顺利脱

贫摘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。同

时财政部门充分利用省、市、县安排

的财政惠农信贷通风险补偿金、产业

扶贫信贷通资金等政策性资金撬动

金融机构贷款，对有产业发展需求而

又存在资金困难的贫困户、农业合作

社、涉农企业及符合贷款政策的一般

农户提供产业贷款、贷款贴息、农业

保险等，每年撬动金融机构贷款、贴

息 2—2.5 亿元，有效解决了产业发展

资金需求。

二是开源节流，筹措各项资金提

高民生福祉。为确保贫困群众遇困不

返贫、遇病不返贫、遇灾不返贫，财

政部门在收入匮乏、财政收支压力大

的情况下，每年依然从景区门票总收

入和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各提取 10%，

并整合三联单位援建资金、社会各界

爱心捐款和其他资金设立爱心扶贫基

金，2016—2020 年，共筹集各项爱心

扶贫资金 18500 余万元专项用于政府

为贫困户代缴新农合、新农保、医疗

附加险以及教育帮扶、就业帮扶、产

业帮扶等方面扶贫支出。另外，市财

政每年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不

低于 2800 万元纳入扶贫整合方案统

筹安排用于脱贫攻坚项目，脱贫攻坚

以来市本级财政累计筹集各项资金近

2.5 亿元用于全山美丽农村建设、垃圾

处理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有效筑牢

了防贫防线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

三 是 创 新 举 措，多 方 齐 帮 共 扶

争资金谋发展。为缓解社会经济发展

资金不足问题，市财政在市委市政府

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创新工作举措，争

取社会各界资金支持。一方面通过与

“三联”单位如江西铜业集团、江苏张

家港市、福建福清市、东部战区等友

好城市、单位积极对接，争取项目资

金支持。脱贫攻坚以来共争取“三联”

单位各类援建设项目与资金近 3 亿

元，汇聚了脱贫攻坚强大合力。另一

方面，用好用足上级政策，积极争取

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9404 万元和各项

政策性银行贷款 10.635 亿元用于全市

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。

聚焦资产收益扶贫 确保贫困群众

持续受益

一是聚焦产业发展，让有能力的

扶起来，实现户户有产业。脱贫攻坚，

产业为根，只有壮大乡村产业，才能

实现稳定脱贫、持续脱贫。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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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将财政资金向产业发展倾斜，助

推富民产业发展，努力实现“一户一

块茶园、一户一块竹林、一户一块果

园、一户一人务工”，确保家家有一个

致富产业，户户有一份稳定的产业收

入。市财政坚持每年统筹安排产业发

展资金 5000 余万元，鼓励广大群众大

力发展茶竹果致富产业，解决群众发

展产业动力不足问题。同时为群众发

展富民产业购买产业保险，解决贫困

群众发展产业的风险问题。积极撬动

金融机构贷款，为贫困群众发展产业

提供贴息贷款，解决群众发展产业缺

资金的问题。

二是聚焦资产收益，让扶不了的

带起来，实现个个有收益。针对部分

贫困群众缺乏劳动能力、难以自我发

展的实际，市政府要求所有享受政府

产业奖补政策的项目，都必须与村集

体经济发展和贫困户投资入股或解决

贫困户就业挂钩，确保村集体经济收

入占 10% 以上的股份，并引导贫困群

众将产业扶持资金以及土地、住房等

资产入股合作社、农业企业，确保每

个贫困户都有一个产业增收项目，实

现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

股东”。如茅坪乡神山村因地制宜确

定了以茶、竹、果（黄桃）为主的特色

产业，探索发展“本土返乡创业能人

引领 + 基地合作社示范带动 + 贫困户

优先 + 户户参与”“合作社 + 基地 + 贫

困户”的产业经营模式，由村民自愿

以土地、资金或投劳入股合作社，通

过市、县、乡产业扶持资金、部门筹集

资金、社会捐助资金的方式为贫困户

筹集产业发展资金入股合作社，每年

按照不低于 15% 的分红，确保贫困群

众收入可持续。

三是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，实

现乡村变景区。为不断改善农村居民

的人居环境，提升农村群众的获得感

和幸福感，市财政不断加大美丽乡村

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，2016 年以来先

后投入资金 2.65 亿元，全面完善农村

通村组公路、改水改厕等基础设施建

设，让全山所有群众实现了走平坦路、

喝干净水、上卫生厕的美好愿景。同

时，把有发展乡村旅游、精品民宿前

景的村庄列为美丽乡村建设精品点，

按照每个村 300 万元的标准，全面完

善村庄污水处理、旅游公厕、停车场

等配套建设，并对村庄环境和品位进

行整体提升。积极引导贫困户以资

金、土地、房屋等入股企业，共享发展

的红利，努力构建“景村融合、处处是

景”的全域旅游格局，加快推动乡村

振兴步伐。

四是“金融 + 扶贫”实现资金变股

金、农民变股东。为探索金融产业扶

贫的新路子，拓宽贫困农户增收渠道，

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工作，通过组

织贫困农户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地方金

融机构、农业合作社资本经营，以实

现贫困户持续增收。为了让无力无业

的红卡户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，按照

《关于印发井冈山金融产业扶贫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在贫

困户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确定了 1505

户红卡户作为资产收益扶贫试点资

金的扶持对象，并由市财政将政府扶

持的每户红卡户 1 万元产业帮扶资金

入股井冈山市惠农宝产业投资有限公

司，公司按年收益 15% 对贫困户分红。

再由市惠农宝代贫困户将产业帮扶资

金投资入股金融机构，金融机构按照

经营收益情况对市惠农宝公司分红，

年分红收益不足 15% 部分由市财政兜

底解决。另外，对全山 2807 户蓝卡户

市财政按每户 5000 元产业帮扶资金

入股当地产业扶贫专业合作社或自营

发展致富产业。入股专业合作社的蓝

卡户都与合作社签订了入股协议，合

作社承诺年收益按不少于股本金的

10% 以上的比率进行分红。确保了入

股金融产业扶贫的贫困户户均年增收

1500 元以上，入股专业合作社的贫困

户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。

强化资金监管 提升脱贫攻坚资金

绩效

一是加强对资金的全程监管。为

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，切实履

行财政部门监督职责，规范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严肃财经纪律，

保障扶贫资金安全、有效使用，先后

制定出台了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扶贫资金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

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，加强

对各项脱贫攻坚资金的监管。从项目

资金的安排、使用、资金绩效方面实

行全程监管，确保资金的合理合规使

用。事前做好扶贫项目的财政预算评

审工作，由市财政评审中心对所有的

新农村建设点项目及其他超过 30 万

元的扶贫项目进行财政评审，事中配

合项目主管部门加快项目推进，事后

联合扶贫办、审计部门开展项目资金

使用情况的检查审计。同时定期不定

期由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对全市

涉农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

检查，确保财政涉农扶贫资金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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